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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觉

石壁村银匠张朋武
□ 赵功修 文／图

在祥云县沙龙镇以银饰品加工
为特色的石壁村，银匠张朋武非
常有名。作为一名专心钻研经营
银饰品加工的匠人，他曾被授予
大理州“民间艺术大师”称号，还
被省人社厅授予“第一届云岭技能
工匠”称号。

今年 53岁的张朋武，是祥云县
沙龙镇石壁村人，少年时期就开始
学习银器加工，到16岁时他已初步
掌握了做模具、下料、压印、镂空、焊
接、抛光、打磨等银器加工工序。20
岁时，张朋武参军入伍，3年后复员
回到家乡石壁村，负责村委会民兵
训练工作。后来，他看到国家对非
遗项目的重视，便又辞去工作，重新
拿起放下了多年的小锤，到永胜、鹤
庆、景东等地，边为少数民族群众加
工银饰品，边向当地银器制作大师
学习技艺。

1996年，他在石壁村老家建起
作坊招收学徒。银饰品加工程序非
常复杂，工作十分辛苦和乏味，许多
年轻人不愿学。后来，在祥云县残
联的帮助下，作坊里相继来了一些
拜师学艺的年轻人，他们虽然腿脚
不便，但学手艺十分认真，在掌握基
本技艺以后，部分人作为工人选择
留了下来。目前，张朋武的作坊共
有10位职工，其中残疾职工3人。

2015年，他将作坊迁到县城自
购的住房内，扩大了生产规模，开始
研究制作五彩斑斓的珐琅银器。珐
琅银器是以矿物质原料按比例混
合，分别加入各种成色的金属氧化

物，经焙烧磨碎制成粉末状的彩料
后，依珐琅工艺的不同做法，填嵌或
绘制于以金属做胎的器体上，经烘
烧而成为银工艺制品。制作珐琅银
器并不容易，最难的是烧制，烧制温
度通常在 800 摄氏度左右，而银的
熔点大约是 961 摄氏度，对火候的
把握控制十分重要。为了掌握这项
技艺，他不断钻研学习烧制工艺，多
年来经过无数次磕磕碰碰，终于掌
握好了火候，他也成了县级非遗银
器加工制作传承人，银饰品作品在
省州多次获奖，曾有银饰品作品被
山东大学收藏。

2017年，祥云县非遗保护中心
推荐张朋武父子三人到浙江师范
大学参加文化部、教育部组织的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
修研习培训计划研修班”学习培
训，他们认真钻研银饰品制作艺
法，琢磨银器的造型，从中吸取艺
术精华。

靠着过硬的产品质量和诚信经
营，张朋武的作坊加工制作的20多
个不同品种的银饰品供不应求。大
儿子李培祥大专毕业后，在家跟随
父亲从事银饰品加工制作，同时负
责银饰品网上销售。

谈起了未来的设想，张朋武说
道：“今年计划投资扩大生产规模，
在住房的一楼建门面，同时增加用
工人数，吸纳更多的残疾人来学
习。作为传承人，一要带好徒弟，二
要博采众长改进创新，银饰品加工
工艺才能代代相传。”

张朋武镂空纯银手镯作品《马鹿撞钟》。

张朋武银胎景泰蓝作品《琴棋书画》。

7 月 13 日，张朋武在作坊中做
珐琅银器烧制。

7 月 13 日，张朋武在县城的作坊中
和工人们一起加工银器。

31岁的周允春，
在 对 银 手 镯 雕
花。他8岁时因病
导致腿部残疾，4
年前来到张师傅
的作坊里，目前已
经能够熟练加工
银饰品。4 年来，
他在这里工作、生
活都很开心，感觉
像在自己家一样！


